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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戊戌年春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到四川考察调研，牵挂的是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称自己是“人民的
勤务员”。44年前，他从陕西省延
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到四
川学习办沼气，为的是解决村民
做饭、照明的困难。时光流转，这
位“人民的勤务员”一直在关心群
众生产生活，记挂民生冷暖。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
事，毫末必去。从陕北农村大队支
部书记做起，直至掌舵“中国号”巨
轮，“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
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
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
感”，是习近平总书记常说常想常
为的。在他心里，群众的一桩桩

“小事”，是构成国家、集体“大事”
的“细胞”，小的“细胞”健康，大的

“肌体”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于
是，冬季取暖、垃圾分类、畜禽养殖
废弃物处理、养老院服务质量、住
房问题、食品安全，摆在了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的议事日程中；在基本
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主体框架中，
涉及医疗、教育、就业、户籍等多方
面的内容，满足着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期盼。

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
多获得感，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
知道人民需要什么。“要重视调查
研究，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
了解基层群众所思、所想、所盼，
使改革更接地气。”在河北正定，
他不仅向经济学家求教问策，甚
至在大街上摆桌子听群众意见、
在集市上发放《民意调查表》。在
福建工作期间，他跑遍了福建的各个村落，了解福建的优
势和劣势，孕育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依旧用脚步丈量着祖国的大地，从沿海到内地、从
城市到乡村，他在考察中的所见、所思上升为理念、政策，
践行着“改革为了人民”的庄严承诺。

改革为了人民，就要用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作为标准衡量改革成效。“党中央制定的政策
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要是笑，就说明政策
好。要是有人哭，我们就要注意，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
需要完善的就要完善。”如今，一分钟脱贫20多人，不少
贫困群众从吃不起肉到用起了互联网、住上了砖瓦房；一
天新增4万多家市场主体，很多创业者找到了实现梦想
的途径；城乡新增就业连续5年超过1300万人，年轻一代
通过奋斗支撑家庭……一个个普通人的笑脸，是获得感
的温暖印记，也是改革落地的最佳注脚。

2018年，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紧紧依靠
人民推动改革回应并解决发展中的诸多难题，创造了经
济社会发展的“中国奇迹”。迈入新时代，改革步入深水
区和攻坚期，啃硬骨头多、打攻坚战多、动奶酪多。面对
千头万绪的利益纠葛，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
行到底。心里装着人民、时刻想着人民的习近平总书记
相信，“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
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

“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感谢党的好政
策，让我们搬进了砖瓦房，我和老伴还有
养老金、高龄补贴，看病能报销……这日
子过得真比蜜还甜。大过年的，请北京来
的记者给习总书记捎句话，我们牧区老百
姓想念他、感谢他，给他拜年啦！”这是内
蒙古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巴彦淖尔嘎
查85岁牧民玛吉格对经济日报记者说的
一番话。

透过她的眼镜看着她湿润的眼睛，记
者感受到玛吉格老人发自肺腑的话语。

4 年前的 1 月 27 日，离农历新年还
有 3 天，顶着风寒、冒着冰雪，习近平总
书记带着党中央对内蒙古各族人民的亲
切关怀和牵挂来到祖国北疆大地，走进
社区、牧户，深入林场、企业……一幕幕
动人情景，至今依然深深铭记在每个人
的心中。

几年过去，玛吉格家新建了 220 平
方米暖棚、150 平方米储草棚和 180 平
方米羊圈。玛吉格老人的儿子刚苏格尔

告诉记者，这些棚圈都是通过国家惠牧
项目建起来的，牧户只承担 30%的建设
资金。

玛吉格和老伴 2016 年 9 月 15 日从
牧区搬进了锡林浩特市爱祺乐牧民养老
院园区。院长高娃告诉记者，“2014年市
里将8栋面积近30000 平方米廉租房改
造成养老院园区，搬入了像玛吉格家这样
的牧民495户，共826人，园区健身室、文
体室、图书室、餐厅一应俱全，每天有不同
的菜谱，免费提供洗澡、理发、洗衣等服
务，根据各家需要提供面积50平方米到
100平方米不等的住房，家具家电应有尽
有，月房租只有300元”。

玛吉格告诉记者，“住在这里很舒适，
冬天很暖和，夏天去牧区的家。现在牧区
通了电，路也修成了水泥路，通到家门口，
打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自来水哗哗地流
出来。我现在每个月还有600多元的养
老金呢！”

玛吉格家的变化，只是内蒙古广大农
牧民生活改善的一个缩影。

4年来，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政府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内蒙古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心全意增

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
在这片被习近平总书记深深挂念的

热土上，各族人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撸起袖子加油
干，以实际行动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
伟大中国梦”奋力拼搏。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启动对 2.3
万户偏远农牧户用电升级改造，开展农
村牧区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新改建
农村公路里程8635公里。针对北部牧区
缺水严重，锡林郭勒盟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共投资 2.2 亿元，在北部 6 个牧
区旗建成 3000 个储水窖，通过服务队
送水上门、集中供水等方式，彻底解决
了人畜饮水难题。

2017 年，贫困村驻村工作队员由每
村2人至3人调整为5人至10人，全区选
派驻村工作队 7239 个，驻村干部近 4 万
名，覆盖全部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较多的非贫困村。经过一轮又一轮攻坚，
脱贫攻坚战迎来了历史性的转变：全区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由2013年底的157万人
减少到2017年底的37.5万人，贫困发生
率由 14.7%下降到 3%以下。2017 年实
现全年减贫 20 万人以及 1 个国贫旗县、

13 个区贫旗县摘帽任务，累计减少深度
贫困人口6.64万人。

面对脱贫攻坚中一块比一块难啃的
硬骨头，内蒙古迎难而上，拿出更精准的
举措、采取超常规的力度，无畏挑战，全力
攻坚。

——投入各类资金 33 亿元，集中建
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641个，5万名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搬迁，3.7万人入住
新居。

—— 资 助 各 类 学 生 531 万 人 次 ，
2017 年全区新增幼儿园 173 所，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达到66％。

——17.9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
低保范围，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485 家企业结对帮扶 673 个贫
困村，实施帮扶项目826个。

民生投入在增加，2017 年内蒙古全
年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达到 3158.1 亿
元，占总支出的 69.8%，比上年提高 4 个
百分点，为历年之最。

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内蒙古农
村牧区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农牧
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日子越过越
红火，一幅幅新农村牧区建设的美好画卷
正全面展开。

草 原 唱 响 新 牧 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罗 霄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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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系列谈之四

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位于祁连山东
端，辖区内海拔在 2040 米至 4874 米区
间。近年来，部分生活在高深山区和生
态功能区的农牧民因山区条件艰苦、自
然灾害频发，就医、上学、行路、喝水
等难题严重制约生产生活，生态保护与
经济发展、扶贫开发与资源利用的矛盾
十分突出。

为此，天祝县近些年通过市区农林
场安置、南阳山片安置、县内易地搬迁
安置等多种方式，将生活在海拔 2800
米以上群众搬迁出来。其中，位于松山
镇境内的南阳山片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
民工程，成为 3 万名贫困农牧民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重点民生工程。近日，经济
日报记者蹲点松山滩上的南阳山片移民
点，实地探访移民们的新生活。

靠山吃山，不如下山奋斗

“权指挥，山下的养殖成本太高了，一

年下来，170多头白牦牛光饲草料钱就得
20 多万元。”2 月 8 日，腊月廿三下午，德
吉新村移民点的白牦牛养殖大户关斌福
一见着权国栋就开始叫苦。从山里搬下
来一年多，关斌福仍然时常挂念水草丰美
的大山。

权国栋是天祝县南阳山片移民指挥
部副指挥，这个指挥部主要负责松山滩南
阳山片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工程的各
种协调工作，经常走家串户的权国栋跟移
民们已经成为熟人。

“你咋不说今年卖出多少牛呢？”老权
指着牛圈哈哈一笑，对关斌福说，“往年在
山里，怕是没有这么好的销路吧？”关斌福
被权国栋问住了，嘿嘿一笑，不说话了。
他心里也算过账：山里草场好，养牛成本
低，但是一年最多出栏几十头牛，山高路
远，卖牛不方便。随着春节的到来，牛肉
市场需求越来越旺，关斌福才慢慢看到搬
到移民点的好处，“这里离县城近，牛好
卖，最近陆续出栏了100多头牛，圈里只

剩下40多头了”。
关斌福的老家在天祝县哈溪镇茶岗

村，属于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范
围，家里已经养了几十年白牦牛。白牦牛
是天祝县独有的物种，毛色纯白，因肉质
好、营养价值高，受到市场青睐，也是天祝
县不少农牧民们发展养殖业的主打产
品。近几年，自然保护区内全面禁牧，关
斌福一家响应政府号召，把养殖场搬到了
德吉新村。

“从长远发展看，守着不花钱的草场
靠山吃山可不行，销路打不开，限制了养
殖规模，还破坏生态环境，法律也不允
许。”权国栋耐心地给关斌福一家解心结，

“这边投入高点，但是规模大了，效益也就
上去了。花得虽然多，挣得也多啊！”关斌
福一家人频频点头，其实移民们心里都明
白，靠山吃山，过不了好日子。在德吉新
村一栋二层小楼里，男主人付生财在客厅
的墙上挂了一幅绣着“奋斗”字样的十字
绣，楼上楼下的过道里，摆满了自己养的

各种花草。2014年从祁连山区的朵什镇
寺掌村搬到德吉新村后，付生财靠双手奋
斗出了新生活。

“山里待着没希望，15亩山地一年到头
就能哄哄肚子，闲了赶上羊到山里放，连个
零花钱都挣不出来。”付生财告诉记者，老
家的村里几乎家家都养羊，平均下来每家
有100多只羊，都是放养，山里的灌木长不
到膝盖高，“人搬走了植被恢复得快，去年
回去上坟，灌木条子有一人多高”。

天祝县林业局的数据证明了付生财
的判断。“以前村民们的牛羊啃食，在山
里造林，树木成活率只有五成左右，这
两年人搬走了，造林成活率能达到90%
以上。”天祝县林业局副局长张万生深切
感受到，山区村民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越
来越强，2017年，天祝县在移民迁出区
植树造林 500 亩，今年计划达到 8000
亩。“在实际工作中，护林防火是我们的
重点工作，偷盗树木的现象几乎没有
了。” （下转第二版）

双 手 奋 斗 出 新 生 活

2月18日，消费者在
北京朝阳区一家超市选购
商品。春节长假过半，节
日消费市场依然火爆。春
节期间，京城商家积极组
织货源，保障商品供应，
价格总体平稳，销售持续
旺盛，市场平稳有序。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 本报记者 陈发明

节日消费

红红火火

本报苏州2月18日电 记者顾阳报道：2月18日正
月初三，苏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的冯为荣在朋友圈里晒
出一张现场工作照。照片上，五颜六色的跨境邮包，给忙
碌的查验现场增添了别样的“年味儿”。

马卫东是在苏州海关邮局办事处工作了16年的老
职工，这里监管着江苏省内苏州、无锡、南通等地的进出
境邮包。近年来，随着跨境电商的兴起，激增的跨境邮包
让老马和同事们感到有点应接不暇。

“去年，我们驻邮办22人共监管了6923万件邮包。
你看，这手套过不了几天就磨破了。”马卫东笑着说。

在 X 光机室，同事冯为荣正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
记者注意到，借助这种“非入侵式检查”，跨境邮包不足一
分钟即可查完，且包裹完好无损。

“你看，电脑上显示着包裹图像，下面同时显示该包
裹的邮件条码、交寄地区，我们能迅速判断其是否属于疑
似违禁、违规物品。”马卫东告诉记者，查验设备采用了最
新的号图同屏技术，可通过后台设置风险参数，直接筛选
高风险包裹，邮包通关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这时，一只有疑似违规物的邮包引起了他的注意，随
即通知相关工作人员取件并进行拆封实物查验。

当天，截至记者发稿为止，老马和同事们就为25000
多件跨境邮包办理了通关手续。“邮包多了，说明人们对
生活品质的要求更高了，这是好事。我们要加班加点给
邮包通关，让大家在节日里收到自己的海购商品。”马卫
东说。

新春佳节不打烊

跨境邮包通关忙


